
金石镇高兴村金石镇高兴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名片

金石镇高兴村于2020年6月村级建
制调整，由原四基村、吹角村、高兴村三村合
并而成，幅员面积7.6平方公里，最高海拔
932米。全村816户2700人，党员73人，
建档立卡贫困户148户394人。

高兴村立足农文旅融合发展定位，积
极探索“企业+集体+农户”工作思路，采取
村集体以公共林地参股，贫困村民以森林、
土地入股，企业优先聘用贫困村民工作的
模式，引进企业到高兴村开展旅游开发，总
投资2亿元的金石云顶野生动物园在高兴
村成功落地并成为首届达州文化和旅游发
展大会的网红“打卡地”，实现企业与村集
体、贫困村民抱团发展，既保证了企业收益、
贫困村集体收益，又为贫困村民提供了脱
贫致富的途径。

野生动物园景区外，易地扶贫搬迁聚
居点的小洋房，整洁靓丽，门前屋后，村民们

种有自家小菜园，一幅动人的乡村图画呈
现眼前。作为“2019年度四川省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工作示范村”，眼前的一切，很难令
人联想到该村曾是贫困村。

高兴村党支部副书记杨芳满向记者介
绍，从前的高兴村，路况极差，村民出行困
难，自2014年脱贫攻坚战实施以来，高兴
村聚焦群众需求，着眼长远发展，从基础设
施、产业发展、乡风文明等方面入手，高兴村
落后面貌得到彻底改变。

2017年3月，“金石云顶野生动物园”
项目入驻，村组道路拓宽成7米的柏油路，
院户路通到村民家门口，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落地落实，大力实施危房改造，村容村貌
大为改观。据了解，动物园项目为当地群
众提供电工、饲养员、勤杂工、配料工、保安
等就业岗位，带动当地群众人均增收1.5万
元。

贫困户李学菊是金石镇高兴村5组村
民。她家为两层小洋楼，一层是客厅、厨
房、餐厅和卫生间，屋内整洁干净，楼梯口
摆放有鞋架、地毯，二层为居住卧室。李学
菊说：“我们家有4口人，以前住的是木板土
坯房，现在住上了100余平方米的好房子，
平时自己养点牛、鸭，种点菜，在动物园周边
的农家乐打打杂、卖卖菜，生活也很充实。
政策好了，我们也要拿出精气神来，好好努
力，让日子越来越好。”

今年48岁的张强告诉记者：“我父亲
张化兴是村里的贫困户，今年81岁了，得益
于国家的好政策，我们一家6口从以前40
平方米的房子搬进了现在120平方米的小
洋房，水电也都通了，据说气也快通了，孩子
读书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我还享受了小
额信贷，平时出行也可以预约农村公交，切
切实实享受到了政策带来的福利。”

张强计划未来在动物园做点工程建
设，每年也能有3万元的收入，全家的生活
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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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岩村位于安云乡场镇西北部，地
处大尖山腹地，是省级贫困村。全村下
辖8个村民小组，508户1509人，目前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113户298人。该村已
于 2018 年整体脱贫，先后被评为市级

“文明村镇”和省级“四好村”。
沿着宽敞的水泥硬化路走进佛岩

村，印入眼帘的是，路边一排排笔直的太
阳能路灯，远眺是错落有致的村舍和阡
陌交错的农田构成的乡村美景。“以前村
里条件差，基础设施不好，路也全是土
路，出行很不方便。”佛岩村“第一书记”
李相岑介绍，“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村里
就变了样，基础设施变好了，小车能开到
村民家门口，太阳能路灯覆盖了全村，平
安建设持续推进更是让村民安居乐业有

了法治保障。”
据了解，该村加强“雪亮工程”“天网

系统”等平安智能化建设，在重要路段、
重要场所均安装有监控设备，并组织10
余位村民，建立了村治保委员会，通过每
天在村内巡逻，进一步强化村内平安建
设，保障村内的治安环境。

“平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乡村治安
环境，产业发展则带动了村民持续增
收。”佛岩村党支部书记陈燃告诉记者，
该村发展有20亩党员示范工程，用于淡
水鱼养殖，该工程有大小鱼塘4个，一年
投入鱼苗2000余斤，可实现上万斤的产
鱼量，其销售所得利润为村集体收入。

此外，本地村民还能享受淡水鱼每
斤3元的低价福利。佛岩村还提供1万

元的鼓励资金，鼓励村民养殖土鸡，村民
只需2年内返还50%即可，目前发展了4
户家庭农场，养殖规模均在 500 只以
上。另有青脆李产业园30亩，套种有白
芍和蔬菜瓜果，每年可实现村集体收入
超5万元。

智能化也为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带来
了便利。50 岁的郑启雪每天都要通过
手机软件，远程查看自家土鸡的养殖情
况，“我是今年开始养鸡的，养土鸡村上
还有政策帮扶，我就办了家庭农场，养了
500余只土鸡，今年经营情况不错，卖了
200 余只。家里的鸡可以通过手机监
控，每天我还可以出门种种地、打打零
工，差不多一年有5万元的收入。”

从落后山村到美丽乡村，佛岩村村
民靠辛勤劳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村风
民俗积极向上，实现外在美向内在美的
转变提升，用勤劳和汗水奏响脱贫赞歌。

安云乡佛岩村安云乡佛岩村：平安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文/图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胡杨 曹芮铭

我们的家乡变了样：宽敞平坦的村组道路纵
横交错，美观时尚的小洋楼整齐划一，村民们一
张张笑脸洋溢着幸福，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连日来，记者实地走访了通川区各乡镇部分
贫困村，了解自脱贫攻坚开展以来，小山村发生
的可喜变化，看村民们在当地各级干部的带领
下，如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让脚下的路越
走越宽；看已“摘帽”的贫困户如何稳中求进，迈
步小康新的征程。 我

们
的
家
乡
变
美
了

碑庙镇陡坑村产业园内务工的村民碑庙镇陡坑村产业园内务工的村民

磐石镇谭家沟村位于通川区东北
部，坐落于磐石月湖旅游区与犀牛山风
景区之间。全村辖村民小组 6 个，农户
533 户 1390 人，其中贫困户 84 户 194
人，于2016年整村脱贫。

在谭家沟村，石碾、石磨、石摏规律
地散落布置在院落的各个角落，旧砖、旧
瓦、旧木料造型各异地点缀着道路、庭
院，村舍的墙面上绘有传统文化标识及
宣传标语。近年来，谭家沟村围绕乡村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
兴，积极打造“富裕、活力、文明、宜居、和
谐”五好家园，先后获得省级“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工作示范村”、省级“四好村”、
市级“最美宜居乡村”等多项荣誉称号。

谭家沟村积极探索群众自治与乡贤
治村有机结合的乡村治理新模式，创新
开展“六老六长”制，充分发挥退休老教

师、老干部、老党员等“六老”乡贤作用，
参与河长、路长、院长等“六长”工作，并
设置有5个议事堂，用于协调村民矛盾纠
纷，实现了小事不出村。

“我是返乡农民工，2013 年 12 月开
始在村上工作，刚回村那会儿，道路比较
破旧，水电气也都没通。”王云勇现在是
磐石镇谭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民委
员会主任，“村里现在焕然一新，基础设
施大为改善，村民居住环境变化显著，最
明显的变化是乡风民俗。”

该村发展有“六园”产业，分别是生
态鱼园、丰河虾园、花好月园、紫薇园、金
果岭园、樱桃园。王云勇告诉记者：“产
业每年可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4.6万元，
村民每年务工费可达60万元，村民还能
依托村里的电商平台，在网上销售瓜果
蔬菜，居民收入基本实现了翻番。”

今年74岁的袁建珍是谭家沟村1组
的贫困村民，说起村里的变化，她感触良
多，“以前我住的是老式木板房，后来通
过危房改造，住上了砖瓦房，厕所、厨房
也都改造了，还通上了水电，吃穿用都不
愁。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除了低保、农
保等政策收入，还有土地流转费，加上我
在村上务工，能有近一万元的年收入。”

扶贫先扶志，因病致贫的肖万玉便
是谭家沟村的典型代表。“我今年 70 岁
了，平时家里就我和老伴，他生病 10 多
年了，没有劳动力，里里外外都得靠我。”
她告诉记者，“现在政策好，房子改造了，
还有了低保、农保、公益性岗位，不过我
还是觉得劳动最光荣，要靠自己的双手
摘掉‘贫困’的帽子，所以我自己种了2亩
红薯，之前还养了2头猪，再加上在村里
产业园帮工的工资，一年能有2万余元的
收入。”

不仅“口袋富”还要“脑袋富”，谭家沟
村的村民正用双手绘就乡村美好未来。

磐石镇谭家沟村：乡贤治村共建和谐乡村

碑庙镇陡坑村碑庙镇陡坑村：农户家有了“微田园”

陡坑村位于碑庙镇西南部，因该村
地势高低相差 400 米，故名“陡坑”。该
村共 704 户 2147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107 户 337 人。目前，该村已流转土地
1800 余亩，6 家专业合作社和 4 家养殖
场，全村产业发展总规划为“一区”“一
带”“三基地”。

据碑庙镇陡坑村党支部书记刘术介
绍，脱贫攻坚政策实施前，全村仅有不到
10公里的硬化道路，现在实现了组组通
硬化路，院户路的硬化率达到90%，硬化
了的村组道路近40公里；以前的土墙房
现在也改造了 90%，堰塘整治了 18 口，
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也建有卫生
厕所，并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通过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危旧房改造、五改三建
等扶贫项目，大力实施住房提升工程，截
至目前全村共完成五改三建户87户、旧

危房改造158户、易地扶贫搬迁12户。
该村坚持产业兴村，积极推进产业

园、微田园、果园产业，鼓励家家户户房
前屋后发展“微田园”，种植瓜果蔬菜。
目前，全村共流转土地 1219 亩，主要种
植了蓝莓、青脆李、蟠桃、蜂糖橘等四季
水果，解决群众就近务工，仅土地流转费
每年达 70 余万元，就近务工人员数达
110余人，每年务工工资高达70余万元。

陡坑村通过筑巢迎凤、迎凤返巢等
多种方式向外宣传、引进业主。村里的
达州市倍立农业有限公司、卧龙生态种
养专业合作社、巨峰林业专业合作社为
村民们就近务工带来了便利。达州市巨
峰林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石正润介绍，
该合作社在陡坑村、盐井村等地从事柑
橘、梨、李子、桃子等果树苗圃种植，目前
苗圃面积约 500 亩，每年合作社的用工

接近1万人次，用工工资发放每年约100
万元，其中陡坑村用工工资发放为50万
元，村民年收入最高可达 1.3 万元，最低
可保障年收入8000元。

张映碧是陡坑村的一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为治疗甲状腺功能减退，三年她花
费 10 余万元，家庭也因此陷入了困境。
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当地政府给
她安排了公益性岗位，负责街道、院坝等
公共区域的清扫保洁，并缴纳了低保。
如今，张映碧自己养了 2 头猪，50 只鸡，
还承包了一些田地种植水稻，孩子们在
外务工，去年全家收入达到8万元，老两
口的收入就有3万元。

“党的政策好，住房宽敞了，吃穿不
用愁，看病有保障。我家6口人，老伴身
体还行，就在村里的产业园里帮帮忙，打
打零工，一年能挣 8000 元左右，我们老
两口平时日常开销够用。”79岁的贫困户
吕德修说。

江陵镇千宁村江陵镇千宁村：产业带动巩固脱贫实效

千宁村位于江陵镇西南方向，下辖
11个村民小组，422户1322人，有4个党
小组，党员 39 人，目前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34户96人。该村系达州市基础设施
扶贫示范村、财政金融产业扶贫示范
村。2019年被评为省级“四好村”、省级

“乡村振兴示范村”。
“曾经的千宁村，晴天一身灰，雨天

一身泥。唯一出村的桥还是座漫水桥，
下雨涨水就过不了。”据千宁村“第一书
记”胡鹏介绍，自 2014 年脱贫攻坚开展
以来，该村党支部、村委会狠抓基础设施
建设，大力发展产业，带领村民致富奔
康。现在有了村际公交车，村民到江陵
场镇只要10分钟，千宁村水、电、路、林、
土、讯“六网”配套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

脱贫攻坚，产业为先。该村确立了

发展红心猕猴桃、江陵跑山鸡两大产
业。采取“支部+基地+专合社+贫困户”
党建引领扶贫模式，大力发展红心猕猴
桃产业。采取“基地+业主（能人）+贫困
户”模式，壮大发展跑山鸡养殖产业。同
时，大力吸引乡贤人士返乡创业。建立
招引人才每月会商制，每位村干部至少
负责招引1名千宁籍在外人士返乡创业，
同时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对返乡创业人
员最大限度给予优惠政策。

致富能人返乡创业，带动的不仅是
产业的发展，更是村风民俗的明显变化。

杜全钢等在外人士返乡创建清脆李
基地和专合社，带动约 50 余户村民增
收。70 多岁的老党员张智道是 10 组村
民，回村后，主动承担起村民小组的管理
职责，带动该组发展稻田养鱼，在他的带

动下，村民们个个都有了干事创业的激
情。

48岁的贫困户杨本清是通川区“百
家脱贫致富光荣户”。她靠着发展养殖
业，不仅还清了借款，还过上了幸福的日
子。“以前我们一家4口住的是茅草屋，后
来通过各级帮扶，居住环境好了，自己搞
点产业，养了100余头猪，今年还养了3
批次鸡鸭，大约有 1000 余只，差不多收
入能达到10余万元。”杨本清说。

因病致贫的刘大忠，通过自办家庭
农场，成功摘掉了“贫困”的帽子。“我自
己养鱼、鸡、兔，还种了些李子树，入股了
村里的合作社，村上还给我安排了公益
性岗位，看病有医保，去年收入大概有5
万元，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刘大忠告诉
记者。

如今的千宁村，一股充满自信与生
机的力量正在生长，一幅幅生机勃勃的
致富新画卷正铺展开来。

梓桐镇两河村梓桐镇两河村：党建引领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梓桐镇两河村位于通川区北部，全
村以传统种植业为主，下辖15个村民小组，
全村共870户2600人，其中党员93人。该
村是通川区45个贫困村之一，于2017年顺
利脱贫“摘帽”，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27户
319人。2019年，该村实现集体经济收入
2.6万元，人均纯收入达到1.3万元。

“我是 2016 年派驻到两河村的，当
时的办公室常年潮湿积水，村集体收入
为零，村上还有负债欠款，基础设施也不
好，村组道路均未硬化。”据两河村“第一
书记”李荣晟介绍，如今的村党群服务中
心是废弃的村小学改造升级而成，青瓦
白墙，共 3 层楼，完善了卫生室、便民服
务中心等服务功能，还设置了战斗堡垒
陈列室。

“我们这个战斗堡垒陈列室是全区
第一个村级陈列室，通过展示历届村支

部取得的成绩，强化党员的党性教育，树
立党员干事的信心。”李荣晟告诉记者，
该村制定了党员积分制管理制度，通过
对党员进行积分制管理，增强党员干事
的积极性，党员们挣得的积分可以在指
定的小超市进行生活用品兑换。

两河村通过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站
在 3 楼俯瞰，纵横交错的水泥路将田地
切割成整齐的方形，排列有序的树苗正
茁壮成长，这是两河村的金果种植育苗
基地。除了金果种植育苗基地，两河村
还建成了 200 亩金果梨示范种植基地，
并通过温室代养进行生猪养殖。同时，
从中国柑橘研究所引进了高品质柑橘，
发展柑橘种植基地200亩，取名为“法官
林”，其收益的7%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
和贫困户收入。

“党的政策硬是好！”回忆过去，74

岁的贫困户王召秀感慨万千，“以前我们
家在山上住的茅草屋，家里吃的不够，种
了土豆都给孩子，大人只能吃些小菜野
菜，衣服补了又补。现在不一样了，住上
了砖瓦房，穿上了新衣服，低保、农保再
加上孩子的赡养费，我一年能有近万元
的收入，村干部们也经常来看望我，日子
是一天比一天好。”

今年 50 岁的刘正芬是因残致贫。
在她家中记者看到，虽是改造升级过的
旧屋，但屋内电视、冰箱、洗衣机等现代
家用电器应有尽有。她告诉记者，“政府
给我安排了公益性岗位，还有低保、农保
兜底，我再种些蔬菜，一年收入约有3万
元。生活不用愁，冰箱里随时有肉，看病
也能报账，晚上做完活儿回家还能看电
视。有啥困难，找党委政府保准立马解
决。”

如今，两河村的村集体经济日渐壮
大，村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居民生活日
益富足。

青宁镇红专村青宁镇红专村：庭院经济开出“致富花”

红专村位于通川区青宁镇西南部，
山高路远，平均海拔约500米。全村共
11 个村民小组，482 户 1478 人，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52户118人。近年来，该
村充分发挥地理、环境等优势，引导村民
种植蔬菜，发展“庭院经济”。2018 年，
该村实现整村“摘帽”，贫困户全部脱贫。

虽已是寒冬，但红专村村民院子里
种植的青菜却是一片生机盎然。“我们村
海拔高，以前交通条件落后，村里产的土
特产卖不出去，外面的农资品也进不
来。”据红专村“第一书记”王军介绍，“光
照充足、土壤肥沃是我们村的优势，基础
设施建设改善后，我们就鼓励村民种植蔬
菜，发展庭院经济，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在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今年红
专村共发展蔬菜种植近70亩，上半年种
植了豇豆、四季豆、冬瓜等蔬菜，实现收

入4万元，根据季节变化，下半年村民种
植的“庭院经济”则多以青菜为主。为保
障销售渠道畅通，红专村与达城超市、学
校等多方平台进行了合作。“现在村里有
意愿的村民都发展了‘庭院经济’，最多
的种了30亩蔬菜，村里部分撂荒土地也
得到了有效利用，销路不愁，村民的积极
性也越来越高。”令王军感到欣喜的是，愈
来愈多的村民开始主动发展“庭院经济”。

除发展庭院经济外，红专村还引导
贫困户和在外务工的成功人士返乡发展
种养殖业，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外地“致富
能人”，并发展川木瓜种植500余亩。产
业发展的同时，红专村大力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新修村组道路4.5公里，硬化入
户路和村组道路 3.5 公里；新建堰塘 1
口，整治堰塘2口，新建蓄水池7口，为村
民的住房、饮水、出行等多方面提供安全

保障。
自从发展了“庭院经济”，贫困户李

洪弟便成了村里的“义务兵”。“村干部对
接好超市、学校后，我就挨家挨户收菜，
帮他们统一送到指定地点。”送菜之余，
李洪弟喜欢“捣鼓”自家院子里的菜，“上
半年我种的南瓜、冬瓜卖了1万元，我还
种了点柑橘，再加上低保、农保、残疾补
助等政策收入，一家 3 口的日子也越来
越好。”

和李洪弟不同，贫困户贺洪军最初
并不看好“庭院经济”。“当时怕种了不好
卖，我就只种了几分地的豇豆、四季豆，
没想到还卖了1000余元，所以下半年我
就种了2亩的青菜，加上低保、农保和公
益性岗位的收入，我家 3 口人的年收入
有近3万元。”

“庭院经济”不仅拓宽了农民的增收
渠道，还改善了红专村的人居环境，越来
越多的村民将庭院的闲置土地利用起
来，让庭院也能开出“致富花”。

北山镇洞滩村北山镇洞滩村：肉兔养殖成脱贫“良方”

北山镇洞滩村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41户、139人，于2017年整村“摘帽”，
2018年实现全体脱贫。

通川区应急管理局派驻洞滩村的“第
一书记“王攀是 2015 年到该村任职的。
回想起当年村子的旧模样，他印象深刻。
王攀告诉记者：“当时村上的环境、基础设
施、交通都不好，进出只有一座漫水桥。”

近年来，洞滩村在脱贫攻坚政策和
各级帮扶力量的支持下，发生了巨大变
化。村里修了14公里路，组组都通了水
泥路，整治了 10 口堰塘，新建了 2 口堰
塘，村民住房安全也得到了保障，墙上进
行了风貌打造，还引进了达州秦巴老农
生态有限公司，发展肉兔养殖产业。据

王攀介绍，该养殖场于2017年入驻洞滩
村，占地20亩，建有养殖大棚3座，种兔
1200 余只，每年销往成都、重庆等地 6
万余只肉兔。

据了解，该村集体产业周转资金给
养殖场投资入股 45 万元，按每年 6%进
行分红，可分得2.7万元，其中村集体和
贫困户各50%。养殖场还带动村民发展
肉兔养殖，采取养殖场送种兔，提供技术
支持，以及对村民养殖肉兔进行回收的
模式，让全村的贫困户家家户户养上了
肉兔，其中出栏上千只的养殖大户，全村
共有4户，还带动临近村组村民养兔。

洞滩村计划下一步建设肉兔深加工
基地，用于当地老百姓养殖培训、展示、

加工以及农家乐打造。
64 岁的贫困户徐光六坐在自家房

屋前，同记者讲起了他的脱贫故事。老
徐的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只有3口人，女
儿在温州务工，孙子在上学，以前家里没
有收入，日子不好过。

2014年脱贫攻坚实施以来，徐光六
彻底告别了土坯房，住上了新房子。家
里冰箱、电视、洗衣机一应俱全，生活条
件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村里
搞肉兔养殖，徐光六积极发展生产，在房
屋前的空地一侧建了个圈舍，饲养了
100 余只肉兔，还养了 20 只鸡，一年收
入 1 万元左右。他告诉记者，精准扶贫
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现在党的政策这
么好，自己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脱贫
摘帽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要振奋精
神，继续奔康。

安云乡佛岩村交通条件改善安云乡佛岩村交通条件改善

北山镇洞滩村村干部看望贫困户北山镇洞滩村村干部看望贫困户

江陵镇千宁村农家书屋江陵镇千宁村农家书屋

梓桐镇两河村群众服务中心梓桐镇两河村群众服务中心

磐石镇谭家沟村聚居点

通川区江陵镇香仁坪村积极发展柑橘种植和水产养殖通川区江陵镇香仁坪村积极发展柑橘种植和水产养殖。。该村种有爱媛该村种有爱媛3838号号、、春见等柑橘品种春见等柑橘品种500500余亩余亩，，养有养有8080亩稻田亩稻田
鱼蛙以及鱼蛙以及1919亩鱼亩鱼。。图为江陵镇香仁坪村柑橘喜获丰收图为江陵镇香仁坪村柑橘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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